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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2019 年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喻翠云

十年磨一剑，女学霸力斩“肿瘤君”

扫一扫，
分享好故事

“非典型”赡养纠纷：姐弟争养患病母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王丽丽）大家也

许见过很多因为逃避赡养责任

而引起的官司，但这一回，却

有一对姐弟为了争养患病母亲

打起了官司。近日，记者就从

邵阳武冈市人民法院了解到了

这样一起“非典型”赡养纠纷案。

事情起因是大姐蒋某华想

把 79 岁的患有脑梗塞、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母亲留在身边照顾，

因为二弟蒋某平不同意，她便

将弟弟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由自己赡养母亲。

10 月 24 日，武冈市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刘惠娣与武冈市

妇联副主席龙晓莉、武冈市婚

姻家庭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杨

建华一道，前往调处。

原来，该案中的老人未生

病前一直和蒋某华一起生活，

生病经治疗后由被告蒋某平接

回家中赡养，双方于是因谁更

适合来赡养老人产生了矛盾。

调解当天，原被告最小的弟弟

和堂兄从外地赶回，一起劝说

姐弟俩。

在调解过程中，说起老母

亲的情况，蒋某华多次落泪，

数度哽咽。

而该案被告蒋某平则认为

自己作为儿子，赡养母亲是自

己的义务，按照当地风俗，如

果老人有儿子，就应该由儿子

来养老，况且母亲也愿意。另

外，蒋某平请的两位护工均系

亲戚，已经护理老人两年多了，

老人也已习惯和适应，而且他

家是自建房，场地较宽，很安静，

适合老人养病。同时，两年多来，

蒋某平也未阻止过其大姐蒋某

华来其家探望母亲。他认为自

己从情理和条件上来说是更适

合赡养母亲的人选。

蒋某平讲着讲着，情绪也

几度失控，他不明白大姐为什

么非要打官司来争夺赡养老母

亲的权利。

听了原被告双方及其代理

人，以及原被告双方弟弟、堂

兄等人的陈述后，刘惠娣、龙

晓莉、杨建华三人从老人的自

我意愿、情理法理等角度分别

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并提出了

一个折中方案，即如果蒋某华

能 24 小时照顾母亲，近段时间

可以到二弟蒋某平家里去照顾，

蒋某平要提供方便。如果母亲

经过大姐的照顾，有了较好的

起色，愿意到大姐家去养老，

三姐弟经过商量，可以让老人

去大姐家。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开导和

劝说，原被告双方最终同意各

让一步，同意调解方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她是大学里最爱
美的教授，又是最能
吃苦的‘科研达人’。
面对肝癌这个面目狰
狞的死亡之神，她笑
言‘ 滚 蛋 吧， 肿 瘤
君，我一定要战胜你
……’”这是 10 月 28
日，在 2019 年湖南“最
美科技工作者”颁奖
仪式上，获奖者喻翠
云的颁奖辞。和喻翠
云一起领奖的，还有
袁隆平院士、官春云
院士、印遇龙院士等
10 名科技工作者，她
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女
性。

作为南华大学药
物与生物科学院教授，
喻翠云十年来一直潜
心研究肝癌分子靶向
药物。研究成果发表
后，在国内外引起轰
动。目前，这项研究
有 待 进 入 临 床 阶 段，
离真正成“药”已经
不远。

获评湖南“最美
科技工作者”后，41
岁的喻翠云接受了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 她 直 言， 很 骄
傲能获得这份荣誉，
同时，她也希望能
在这样的领奖台
上 看 到 更 多 女
性的身影。

翻开喻翠云的学术简历，一

名“学霸”的成长之路向我们徐

徐展开。

2004 年，她获得武汉大学化

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应用化学专业

理学硕士学位，在南华大学药物

药理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又赴武

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读博期间，喻翠云的研究

方向已经是抗肿瘤药物的研发，

不过，那时的她还没有聚焦在肝

癌治疗上。从武汉大学毕业后，

喻翠云继续回到南华大学从事科

研、教学工作。工作期间，她频繁

听到周边有人因肝癌死亡的消息。

通过搜寻资料，她发现肝癌

在 亚洲地区高发，其中约一半

的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发生在

中国。“国外研究胰腺癌、肺癌

的分子靶向药物比较多，但对肝

癌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比较少。”

那一刻，她决定将研究方向定在

针对肝癌的分子靶向药物上——

利用天然高分子材料果胶，实现

对肝癌细胞的“精准打

击”。

搞研究，首先要解

决人、财、物的问题。

从 2009 年起，喻翠云

就在申请国家自然 科

学青年基 金。但喻翠

云是学应用化学出身，

药物药理研究类的申

报评审专家 对 她的申

报颇感犹豫。

喻翠云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她一共申报了3 次，

在 2009 年时评审还有超过半数

不同意，2010 年同意的人才多了

起来，2011年 8月，这才申报成功。

面对这个 结果，喻 翠云表现得

很平静。“因为这是应当的。”喻

翠云解释，“确实相对别人来说，

我算外行。当时也有不专业的地

方，但人家给我提出来后，我就

钻研它，进行修改”。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的支持，南华大学成立了研究室，

有了专门的研究团队。三年后，

实验结果验证了喻翠云在申报基

金时的学术推测，该药物在细胞

和动物实验中证实有效。她的研

究结果发布在世界分子药剂学重

点期刊《Molecular Pharmaceutics》

上，一时引起轰动。随后，她在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发

表了 20 多篇论文，其中一篇被其

他作者引用了100 余次。

“目前这项研究已经进入到

临床前阶段。”  喻翠云说。

2 0 1 5 年，

南华大学开展

“我心目中的

好导师”评

选，经投票，

喻 翠 云 当

选。说 起和

学生的关 系，

她 语 言 格 外 温

和。

“ 我 经 常 和

学生谈心，她们

有苦恼也会和我说。”喻翠云说，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

羞涩内敛，她就鼓励她们多交

际、多表达；有的学生俨然一个

“社会活动家”，她会用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让他们沉住气。

有一次，一名大二女生找到

喻翠云 ：“我想跟着您做研究。”

她答应了。几年后，这名女生拿

了不少竞赛奖项。后来，这位女

生又考取了她的硕士研究生，并

成为她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主体部分的完成人之一。

“她毕业以后犹豫着要不要

去医院，我对她说，你沉得住

气，适合做研究。于是她就留在

了高校，现在以硕士身份荣获了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湖南省教育厅的课题，很了

不起。”喻翠云骄傲地说。

如今，41 岁的喻翠云现任湖

南省分子靶标新药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专职副主任、南华大学药

物药理研究所副所长，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科技部重

大专项专家。对于未来，她表示，

会遵从自己的老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卓仁禧“做研究就要顶天立

地”的教导，在科研道路上砥砺

前行。“我理解的‘顶天’是指

做基础型研究，要努力走到世界

前沿，对未来 50 年至 100 年产

生重大影响 ；‘立地’是指做应

用型研究，通过科 技攻关，服

务国民经济、重大民生和国家战

略需求。”

回望这 10 年的抗肿瘤药物

研究历程，喻翠云最感谢的是“坚

持”二字。“做基础研究是一场

持久战，就像在山脚下走台阶，

一定要沉得住气，不问前程，总

有一天会有突破。” 

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的喻翠云，从小沉得住

气。小学时候，同学们找她玩，

她一定要把作业写好才出门。

“从山区考出来不容易，尤

其还要面对黄冈学生的

竞争。有天赋根本不够，

必须要努力。”她说。

这种努力延续到了她从事科

研工作。

有人称喻翠云是科研“狂人”。

她时常在半夜醒 来，脑海中突

然闪现出灵感的火花，于是立即

下床记录，天一亮就赶到实验

室工作。

喻 翠 云 曾 经 创 下 一 个 记

录—— 把原计划两三年完成的

科 研项目，仅 用一 个多月就 完

成了。这个项目研制出的药 剂，

在 加入 纺织材料后，能够增强

其 强 度 和 韧 性， 使 它 不 缩 水。

她将研究成果申请了两项专利，

由江苏某纺织公司实施成果转

化，并以她的名字命名为“云丝”，

每年创 造了上千万元的经济 效

益，也大 大促 进了我国纺织 工

业的发展。

在喻翠云看来，除了努力和

吃苦，她之所以能够走出山村，

还跟喜欢阅读有关。从初中开始，

她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数理化天

赋，但她并不是一个“偏科”的

孩子。相反，她很爱阅读，尤其

是人物传记。喻翠云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居里夫人的故事

给她埋下了科学的种子，“小时

候我就觉得，人家做实验那么艰

难，要从几吨的材料里面提取镭

元素，真是了不起”。而《周恩来传》

让她变得更细致。“从书中，我发

现周恩来总理很细致，事无巨细，

想得周到，而我心特别大，于是

我就有意识地让自己细心一些，

因为做研究要有洞察力。”喻翠

云说。

因为善良，转而从事肝癌药物研究

居里夫人为她播下“科学种子”

做研究要“顶天立地”

喻翠云（左）正和伙伴们一起探讨课题。


